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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基于广州市儿童公园项目的建设背景，从工程选址、公园定位、选择儿童活动项目 3 个方面进行分析，总结出

广州市儿童公园的空间布局和场地设计的要点。广州市儿童公园设计以“积木”为主题，“成长足迹、筑梦之路”为

理念，突出自然生态、科普文化、亲子交流，围绕儿童成长的年龄层次和探索认知的规律，打造八大亮点，重点攻克

儿童安全、配套设施的设计。建成的广州市儿童公园传承了老儿童公园的印记，符合新时代广州居民的需求，引领社

会更关注儿童健康成长和后来的一大批儿童专类公园的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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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he construction background of Guangzhou Children’s Park project,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project site 
selection, park positioning and choices of children’s activities, and puts forward the key points of space layout and site design of 
Guangzhou Children’s Park. The design of Guangzhou Children’s Park is based on the theme of “building blocks” , with the 
idea of “growing footprints and building a dream road” , highlighting natural ecology, popular science culture and parent-child 
exchanges. According to the age level of children’s growth and the law of cognition, it creates eight highlights and focuses on 
the design of children’s safety and supporting facilities. Guangzhou Children’s Park inherits the memory of the original children’s 
park, meets the needs of Guangzhou residents in the new era, and leads the society to pay more attention to the healthy growth 
of children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a large number of special parks for children la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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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人民群众对儿童亲子专

属场所要求越来越高，城市公园儿童

活动区或小区小游园已无法满足构建

幸福童年的需求。广州市儿童公园是

广州少年儿童的专属活动场所，是有

广州特色且全国唯一、规模最大的儿

童专类公园 [1]。这项民生工程为全市

数百万少年儿童增添了更多的欢乐和

幸福感，成为全国儿童公园建设的模

范。为了更好地满足符合大众对于公

园特别是儿童公园的自然生态、科普

文化、亲子交流等需求，本文以广州

市儿童公园的规划设计为例，就新时

代背景下公益性儿童公园的空间布

局、场地设计要点、儿童活动项目

选择等问题，尤其是涉及儿童安全

的问题及配套设施的设计问题，进

行探讨总结。

1 建设背景

1.1 工程机遇

广州市儿童公园的发展史可追

朔到 20 世纪 50 年代，其旧址在中

山四路，于 1958 年开放。1995 年其

地下被发现有南越国宫署遗址，于

2001 年底被开掘。由此，陪伴广州

市民 43 年的儿童公园被拆迁至人民

南路仅 1.1 hm2 的地块 [2]。2013 年，
广州市委、市政府提出一项“1+12”
广 州 市 儿 童 公 园 体 系 的 民 生 工 程

—建成 1 个市级儿童公园和 12 个

区级儿童公园，满足新时代广州居

民的需求。

1.2 初步研究

广州的儿童专类公园设计面临 2
个挑战：1）建设周期短，以广州市

儿童公园为例，要求 2 年基本建成，
于 2013 年初设计，年底开工，2014
年及 2015 年儿童节分别开放一期及

二期；2）参考案例有限，在设计初期，
国内除了解放初期的儿童公园和近

注：本文系广东园林学会 2019 年征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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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建设的主题公园外，并没有足够的

成功案例，而国外如欧美国家城市人

口不密集，以小型儿童乐园为主。
项目组通过走访幼儿园、早教

机构、儿童活动中心、小学、儿童

医院等机构，参与广州广播电视台

举办的“凝心聚力共筑广州儿童公

园梦”电视访谈节目，了解当代广

州儿童对儿童公园的环境期盼。在

节目现场，各行业积极提建议，儿

童代表用画笔描绘梦想中的儿童公

园，与设计师进行“零距离”交流。
此外项目组也结合多个国内外儿童

游乐场、主题乐园项目作分析研究。

2 构思分析

2.1 工程选址

广州市儿童公园选址白云新城

核心，人口密集，周边配套 5 号停机

坪商业中心、广州体育馆及白云会

议中心等；位于地铁 2 号线上，地

铁站出入口及公交站集中于场地南

侧。场地的前身分别是旧白云机场

跑道及白云公园，占地约 26 hm2。

2.2 公园定位

对于广州市儿童公园的定位，项

目组考虑过 3 个方案：1）参照综合

性公园设计，整体以综合性公园为主，
适当扩大儿童活动区；2）参照主题

公园设计，塑造儿童主题形象，设置

各种主题游乐项目，以盈利为目标；3）
参照游乐场设计，以收费的机动游乐

设施为主，达到维持公园收支平衡的

目的。由于过多的收费项目与民生工

程的初衷不符，基于工期、形象、内

容、经费考虑，项目组提出了第 4 个

方案：大型公益性儿童专类园，服务

于全市儿童，全面打造儿童活动空间，
强调公益性主题活动 [3]，传承老儿童

公园给当时居民留下的记忆，满足新

时代广州居民的需求。

2.3 儿童活动项目选择

通过分析，项目组认为儿童活

动项目的选择需考虑群众基础、实

施可行性、安全可靠性、自发组织、
亲子协作、健康益智等方面，大致

分为以下 7 大类：
1）场地探索活动类，可以设计

开放式大草坪、树林、坡地、沙池、
泥坑、小平台、木栈道，没有限定

游戏规则的场地可供儿童自发组织

活动及进行亲子活动。 
2）公共游乐设备类，可以设置

滑梯、秋千、滑索、攀爬网、跷跷板、
旋转椅等，不需借助外部能源运转

及家长额外开销，只是配置简单的

设施就可以满足儿童对游玩最纯真

的需求。
3）科普教育类，可以设置车模

航模、儿童图书馆、消防体验园、
交通体验园、儿童农场、科普展馆等，
开拓增长儿童的视野、自然科学常

识、日常生活技能，促进良好学习

习惯的养成，寓教于乐。
4）体育竞技类，可以设置儿童

单车绿道、溜冰场、儿童足球、篮球、
高尔夫球类、儿童卡丁车等，锻炼

身体素质，培养儿童的竞争意识和

团队合作精神，成为学校以外的“第

二操场”，甚至可作为举行小型体

育竞技比赛的场所。
5）观赏游憩类，可以设置小花

圃、西式花园、滨水长廊、趣味迷宫、
小舞台等，为公园提供一些除了热

闹游乐活动以外的安静游赏园区，
结合配套服务、小型集会表演功能。

6）亲水戏水类，由于广州夏季

炎热以及儿童天生对戏水的钟爱，
这个类型在岭南地区必不可少，可

以设计戏水乐园、儿童泳池、喷泉

平台等亲水活动。
7）特殊人群类，主要是考虑听觉、

视觉、智障等残障儿童群体的使用需

求，设计有针对性的专类游乐项目，
如传声筒、盲文板、打击乐、益智板

等，凸显儿童公园的广泛包容性。

3 空间布局和场地设计

3.1 空间布局规划

以公园为基底的儿童活动场所，
不仅追求开放舒适，更注重安全，
包括出入口集散、防走失、场地平整、

动线流畅、设备距离等方面的安全：
主出入口集散空间设计要满足多个

儿童团队同时集合的需求，并且组

织好进出的单向流线，避免走失；
由主园路串联各个游戏区的空间布

局形式，更便于儿童有顺序地选择

游玩；交通组织流畅，避免过多交叉；
各种游乐项目或者设备布置要保持

安全距离，同一类型设备集中布置，
避免项目游玩的儿童和园中游走的

儿童碰撞；在一些大型的或重要的

游乐区要设计轮候区，必要时考虑

单独围蔽。
实际上，儿童公园里大人的数

量往往比儿童更多，因此除了儿童

活动空间，家长看护空间、管理者

服务空间的布局也不可忽视。家长

看护空间一般与儿童活动空间保持

一定距离，配置遮阳避雨廊、长坐凳、
洗手台和垃圾箱。管理者服务空间

通常会被忽略，在大型儿童公园中

每类游乐项目都要配置管理人员看

管和组织，他们的工作时间比儿童

和家长停留的时间长，考虑遮阳避

雨设计是对管理者必要的关怀。

3.2 场地设计

儿童活动场地设计尺度不宜过

大，四周布置围栏，可采用实体栏

杆或者植物绿篱的形式，尽量采用

单一出入口设计，便于对儿童的管

理看守。基于各年龄段儿童身体条

件的不同，游戏区按儿童年龄划分，
避免不同龄段儿童混合活动。家长

看护场地尺度不宜过小，一般 1 个

儿童至少有 1 个家长陪同入园，看

护场地要容纳足够多的坐凳。场地

的竖向设计变化不宜太大，应设计

平整的场地、平缓的坡度，无障碍

设计要做到手推车可达全园各处。
且儿童活动时一般奔跑迅速和方向

无序，故公共区尽量避免出现台阶

或者落差较大的小挡土墙，以免儿

童碰倒摔伤。
创造属于儿童的空间，尝试以

儿童的角度看待每一项设计尺度，
比如建筑单体的高度、坐凳的高度、
园路的宽度、洗手台的高度等，都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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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适当缩小、降低，让儿童感到这就

是一个专门给他们使用的场地 [4]。

4 八大亮点设计

广州市儿童公园设计以“积木”
为主题，“成长足迹、筑梦之路”
为理念，突出自然生态、科普文化、
亲子交流等功能，围绕儿童成长的

年龄层次和探索认知的规律，打造 8
大亮点（图 1）。
4.1“积木”色彩的儿童公园形

象名片

积木作为经典的儿童玩具，其

色彩和形态为初探世界的儿童带来

无限的思维启发。公园的建构筑物、
游乐设施、配套设施等均融入了“积

木”元素，形成广州市儿童公园的

形象名片。通过儿童公园入口空间

获得的视觉感知是决定其吸引力的

关键 [5]。南大门的造型方案是通过

社会征集，并由幼儿园代表选出，
其卡通化的海珠桥、爱群大厦、西

关骑楼等老广州地标形象，成为了

公园标志（图 2）；东门造型是用积

木垒砌动物造型；北门是彩虹积木

飘带。 
4.2“欢乐谷”下沉式游戏休闲带

巧妙利用公园东侧低洼的地形，

图 1  广州市儿童公园总平面图 图 2  儿童公园南门

打造一个 3 hm2 的下沉式带状游乐

场地—“欢乐谷”（图 3）。通过

七彩连廊将场地划分两边：一边是

“七彩滑梯”“欢乐城堡”“趣味

迷宫”、秋千、旋转椅等设施游乐区，
适合 2~6 岁儿童游乐；另一边是儿

童旱冰溜冰场，分为专业区和训练

区，适合 4~12 岁儿童游乐。下沉式

场地能有效控制游乐噪音的溢出，
场地全部采用软性地面使儿童活动

更安全，旱冰溜冰场地面采用传统

水磨石工艺，既平整又防滑。

4.3 中轴趣味戏水带

中轴对称的曲线和椭圆形的戏

水广场平面造型如母亲孕育胎儿的

子宫，广场上由 20 多种海洋生物主

题雕塑组成的环形戏水带提取了广

州市市花—木棉 Bombax ceiba 花

的造型，寓意广州孕育的儿童如花

朵快乐绽放。海洋生物雕塑原设计希

望借鉴西班牙建筑师安东尼奥 • 高迪

（Antonio Gaudi i Cornet）的碎瓷片

拼贴工艺，可惜因工期紧张，且瓷片

遇水流冲刷易剥落后刮伤人，而改为

了水泥磨光面彩绘工艺（图 4）。
4.4 花林草浪

由 于 场 地 中 央 有 地 铁 下 穿 且

覆土较浅，设计以开放的草坪活动

空间为主，局部草地修整为波浪变

化的趣味造型，打造 4 hm2 的“花

林草浪”，种植耐踩草种和洋紫荆

Bauhinia variegata 林，为 儿 童 提 供

攀爬、翻滚、奔跑和嬉戏的开敞空间。
可惜原设计的艺术造型的趣味草坡

因施工原因而改为了普通缓坡。

4.5 沙滩乐园

依附公园的西湖模拟沙滩景观，
建造 5 000 m2 的沙滩乐园，选用细

幼的干海沙，通过布置造型丰富的

积木沙雕、海盗船、攀爬网等，构

建一个自由、包容的大型亲子游戏

空间（图 5）。原方案考虑将湖水与

沙滩连成一体，成为一个戏水沙滩，
但因水质管理困难和安全考虑而调

整为大沙池，与湖面之间通过木栈

道及绿化分隔。

4.6 科普实践区

1）探索体验区：以自然生态景

观为基地，以主题科普、亲近自然、
亲子互动体验、探索冒险为特色，
将丰富的大自然元素与场地相融合。
围绕“生命树”“年轮广场”“冒险岛”
等主题展开的探索区，实现了参与

型儿童植物科普形式 [6]。
2）模拟体验区：模拟交通场景，

通过布置儿童绿道、交通模拟园（图

6）、遥控车模乐园等，引导儿童在

游乐中学习交通知识。其中遥控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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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设计由广州市少年宫航模专业老

师深化，符合国际遥控车赛道标准。
消防体验园由广州市消防局深化，
通过角色扮演及场景模拟、布置主

题设施等，将消防安全科普与游戏

相融合。

4.7 传统游戏体验区

文化体验对儿童成长有积极作

用 [7]，利用 2013 年白云公园第 19 届

广州园林博览会留下的小园圃，改

造为传统游戏区—童年印象园，
融入 20 世纪 60—80 年代经典儿童游

戏项目及游乐设施，例如盘轮车、
扔沙包、跳房子、跳绳、陀螺等。
其中，“大笨象”滑梯是老广州儿

童公园经典游乐项目的重现，滑梯

始建于 1973 年，1995 年被拆除，设

计师通过翻阅历史照片推敲尺度，
并最终将其“复原”，使几代“老

广州人”的童年印记在新场地中得

以延续。滑梯采用钢筋混泥土结构

及水磨石饰面工艺，光滑清凉、经

久耐用，更符合广州炎热多雨的气

候环境（图 7）。
4.8 感知花园

关注特殊儿童群体，基于对其

游乐、使用需求的分析，在感知花

园中细分嗅觉、听觉、触觉等感官

游乐设施专类园区，布置如传声筒、
盲文面板、打击乐组合、益智面板等。

5 设计重点

5.1 儿童安全设计

安全性是儿童在儿童公园中能

够尽情玩耍的前提 [8]。在公益性儿

童公园中，避免选择过于刺激、有

风险的设施。同时，国内、外游乐

设备厂家的生产标准不统一，暂无

安全规范可依，游乐成品设备或定

制设备必须由厂家提供产品合格证

明、专业安装、安全游玩指引、年

龄限制、保障维护。
在工程选材方面，建议筛选耐

用安全地垫、卫生细腻的沙、光滑

的水磨石等，而彩色混凝土绿道、
水泥压纹地面易脱色，暴晒下的金

属滑梯易烫伤儿童，塑木地面易变

形，马赛克瓷片戏水池易脱落及打

滑，水泥雕塑需注意磨光防擦伤等。
安全地垫是儿童活动场地重要的缓

冲材料，项目组开始选用 EPDM 地

垫，其整体浇注的初期效果较好，
但不耐大流量的人群磨损，不到半

年就破损严重，且补损痕迹明显，
影响美观，后来改用悬浮式拼装地

垫，使用年限可达 4~5 年。
在绿化方面，除了考虑遮荫和

开花景观外，还综合考虑气味、花

粉、刺、乳汁、果、毒性等对儿童

的 潜 在 危 险。例 如 杧 果 Mangifera 
indica、美丽异木棉 Ceiba speciosa、
簕 杜 鹃 Bougainvillea glabra、红 背

桂 Excoecaria cochinchinensis、 苏

铁 Cycas revoluta、 龙 舌 兰 Agave 
americana 等不宜在儿童公园应用。

图 5  沙滩乐园 图 6  交通体验园

图 3 “欢乐谷”七彩滑梯 图 4  中轴趣味戏水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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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考虑种植遮荫的常绿乔木，局部

点缀开花小乔木，草坪地形平整细

腻，绿化配置简洁通透。如配植洋

紫 荆、 黄 花 风 铃 木 Handroanthus 
chrysanthus、锦绣杜鹃 Rhododendron 
× pulchrum 等层层春景观花植物，
从视觉感官角度打造景观美、品质

高的红色系梦幻主题春景 [9]。
在亲水环境设计方面，水岸均

设栏杆或隐形栏杆，戏水水池并不

是儿童游泳池，需有安全水深控制，
一般 2~3 岁儿童控制 15 cm 以内，
4~6 岁儿童控制 30 cm 以内，池底采

用防滑材料，入水斜坡坡度较缓。
在色彩设计方面，虽然儿童喜

好鲜艳色彩，但过于鲜艳的颜色经

强烈的阳光反射后易损伤儿童视觉，
故设计时不宜选用。即便使用缤纷

的色彩，在具体调色时也均降低了

饱和度。

5.2 配套设施设计

根据公园规范核算，广州市儿童

公园的配套设施按游客容量为 6 千人

次设计，而开园后单日最高人流量

约达 5 万人次，平均单日人流量约 1
万人次。游客高峰期对停车、防走失、
休憩、厕所等配套设施要求更高。

在停车场方面，设计配套 229
个地面车位和 137 个地下车位，考

虑到家庭汽车保有量逐年攀升，“夫

图 7  大笨象滑梯

妻 2 人 + 小孩 1~2 人 + 老人 1~4 人”
的家庭自驾出行模式，使停车需求

几乎无上限，地面车位可改造为立

体车库，以缓解周末公园周边市政

路临时停满车的状况。
在儿童防走失系统方面，每天

都会在入口处安检、统计人数，不

允许没带儿童的成人入园；配置全

方面无盲区的高清监控系统和智能

化分区广播系统；节假日向社会各

界召集志愿者，加强活动等各方面

的组织和安全保障。
在休憩设施方面，考虑采用连

续坐凳，并配有靠背及平滑宽大的

坐面，方便家长照顾儿童、放置育

儿用品等；设计高度多变积木组合

坐凳，以符合不同高度的儿童使用；
覆盖各游乐区和看护区的遮阳避雨

连廊可以应对广州高温多雨的气候。
在厕所设计方面，考虑到儿童活

动范围小，厕所的服务半径为150 m，
建筑形象也更鲜明易识别。厕所内另

配有第三卫生间和母婴间，且放大

前厅以便于停放手推车等。洗手池

设计除考虑降低高度外，还加长了

水龙头伸出距离。

6 结语

随着国家全面放开了二胎政策，
对下一代的关注必将使公益性儿童

活动空间设计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
广州市儿童公园是国内大型公益性

儿童专类公园设计的先行者，传承

了几代“老广州人”的成长记忆，
符合新时代广州居民的需求，得到

市民的高度评价，受到小朋友的热

烈欢迎，并引领社会更关注儿童健

康成长和后来一大批儿童专类公园

的建设。本项目工程设计获得 2017
年中国勘察设计协会园林和景观设

计分会计成奖一等奖，其设计和工

程的经验有益于业界。

致谢：感谢广州市林业和园林局与

设计团队共同研究实践，江峰、唐炯、陶

晓辉对项目的指导和所有参与设计师的

辛勤付出。

注：本文图片由设计团队绘制、拍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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